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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医院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开始， 对新

农合病人和医保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病人实行 “先住院、 后缴费” 新型服

务模式。 市中医院竭诚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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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中医管理局下发的关于

2012

年

《焦作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通知：

鼓励和引导参合人员利用中医药服务。 参合人员利用中医药

服务的住院费用补偿起付线以上部分， 补偿比例提高

10%

。 其

中， 参合人员在县级中医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 除利用中医药服

务的住院费用补偿起付线以上部分、 补偿比例提高

10%

外 （最高

补偿比例不能超过

90%

） ， 其余住院费用在同级医疗机构补

偿比例标准的基础上提高

5%

。 中医药服务项目指纳入新农

合补偿范围的临床治疗疾病所使用的中药饮片、 中成药、 中

药制剂和 《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目录（试行）》（豫卫农卫〔

2010

〕

18

号）明确的中医诊疗项

目。

新农合病人住院起付线比同级医院低

100

元，中医诊疗费用

报销比例比其他医院提高

10%

。

市中医院是解放区、 山阳区、 新区特困人群的定点医院。 凡

特困人群在该院就诊， 均可在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民政局医

疗救助的基础上， 再减免

50%

个人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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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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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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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药

本报记者 孙阎河

“简、便、廉、验”是中药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吃

中药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中药好像也很了解。 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

一起走进市中医院，来了解一下古老的中药。

在市中医院同仁堂中药房，记者看到枣红色的储药柜古色古香，拉

开其中一个抽屉， 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 里面几种叫不上名的中

药干净、 整齐地放在每个小格子里。 该药房负责人介绍， 中药种类繁

多， 有植物、 动物、 矿物和人工合成等， 其中绝大多数取材于野生植

物， 故有中草药之称。 中药又分为熟药和草药， 熟药是经过人工加工

炮制而成的； 草药是指采集后未经加工的药用部分。 而中药学是研究

中药的采制、 性能、 功效及应用的一门科学， 是传统中医学的重要内

容之一。

另外， 中药药方一般都是几种药、 十几种药放在一起， 这在中药

学中叫做配伍。 中药通过配伍， 可以对较复杂的病情予以全面照顾，

同时又可利用药物间的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而获得安全及更高的疗

效。 古代医家经过长期认识与实践， 对药物的配伍关系积累了丰富的

知识， 并将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相须， 即性能相类似的药物相伍

为用， 可起协同作用， 增强疗效； 相使， 即性能不相同的药物相伍为

用， 能互相促进， 增强疗效； 相畏， 即一种药的毒副作用， 能被另一

种药物减轻或抑制； 相杀， 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

副作用； 相恶， 即两种药物合用， 能互相牵制而使作用降低， 甚至丧

失药效；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后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让老百姓少花钱治大病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专家坐诊市中医院侧记

本报记者 朱传胜 实习生 丰 磊

9

月

23

日一大早，在市中医院国医堂门前就聚集了不

少等待就诊的群众。

这一天，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专家关秋

红、 肾病科专家肖永华和脑病科专家谢颖桢到市中医院坐

诊。

“北京的医生水平高，而且还都是专家，这回到了‘家门

口’，我可不能错过机会！ ”

72

岁的李大爷一大早就从孟州

市赶来了，怕来晚了看不上病。

李大爷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有多年了，四处求医，但治

疗效果仍不理想。

在国医堂二诊区，肖永华接诊了李大爷。在肖永华的简

历上可以看出， 她在风湿免疫病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及独特的中医疗法。

尽管就诊的患者很多，但肖永华望诊细腻、闻诊独到、

问诊详细、切脉精准，很快就为李大爷开出了药方。

52

岁的冯阿姨全身多处关节疼痛，手指关节在早晨起

床时非常僵硬，这也是关节炎最明显的症状之一。冯阿姨去

过多家医院诊治，医生都怀疑她患上了关节炎，但是都不能

确诊。

肖永华详细询问了冯阿姨的病情后， 又查看了冯阿姨

以前在其他医院的化验结果， 很快就找到了冯阿姨的病因

所在，并确诊她患上了骨关节退行性病变。 随后，肖永华结

合冯阿姨的病情开出了药方。

除了类风湿等病症外，不少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患者也

在排队等待就诊。

在国医堂三诊区，坐诊的是脑病科专家谢颖桢。她是医

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健忘、老年性痴呆以及脑血管

病、抑郁症、头痛、头晕、失眠、中风病防治、共济失调等方面

进行多年的研究，并有较深的造诣，曾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

果奖

4

项。 不用说，这里患者也是挤满了诊室。

“谢主任，俺和老伴都有眩晕的毛病，你看是啥原因！ ”

78

岁的何大妈与

85

岁的老伴关大爷一起来到诊室， 向谢

颖桢求诊。

在问诊中，谢颖桢了解到，何大妈曾有脑梗塞病史，关

大爷有糖尿病史，而且关大爷夜里小便多，每次小便过后，

都无法尽快入眠。 随后， 谢颖桢对两位老人进行了把脉诊

断。尽管两位老人都患有眩晕的症状，但是谢颖桢最后开出

的药方并不相同。

当日上午，在谢颖桢接诊的患者中，有头晕症状的还真

不少。

18

岁的小张也是其中一位，她在我市某学校上高三，

由于将要面临高考，学习任务十分繁重。 最近一段时间，她

感觉到站立时间久了，头就很晕。 经谢颖桢诊断，其患有厥

症。 随后，谢颖桢为她开出一个“疏肝理气，健脾补肾”的药

方。临走时，谢颖桢还告诉小张，平时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

再把自己弄得太紧张。

在国医堂一诊区， 呼吸科专家关秋红正在为一名阿姨

诊治。 她擅长肺癌、急慢性咳嗽、肺血管炎、哮喘、支气管扩

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间质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

病的中医诊断与治疗，就诊的这位阿姨因为后颈部位疼痛，

再加上气喘等症状，怀疑自己是否患上了肺癌。在关秋红诊

治下，排除了患上这种病症的可能性。“让专家看看，我就放

心了。 ”这位阿姨说。

在接诊过程中，由于不少患者在讲述病情时用方言，专

家与他们沟通起来有一定的障碍。幸好，有市中医院医生的

陪诊，通过他们的翻译，专家们才弄明白这些方言是什么意

思。 尽管如此，关秋红却说，听到河南话，她还是感到很亲

切。 “我是河北人，不过我从小是听着豫剧《朝阳沟》长大

的。 ”关秋红随后解释。

“北京来的中医专家号脉认真，问得仔细，又不收钱，市

中医院组织开展的这项活动，真是为老百姓着想！”在现场，

这样赞扬声一直不断。

3

名专家在采访中也表示，通过此次

坐诊，进一步了解基层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以后只要群众

有需要，她们都会尽可能地前来我市为患者把脉问诊。

据介绍，邀请北京知名中医专家来坐诊，是市中医院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建立协作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该院也会将此项活动长期持久地开展下去，为广大患者

提供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

“中医很神奇，中药很实惠，通过这项活动来推广中医，

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花钱治大病。 ” 该院负责人感慨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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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传胜

实习生 丰 磊

一个星期前，一位八旬老人突发

脑梗塞，危急关头，老人舍近求远，坚

持让家属送她到市中医院进行治疗。

如今，经过市中医院脑病科医生的精

心治疗， 老人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

康复得非常好。

这名老人名叫赵庆文，家住铁路

家属院。 一个星期前，她忽然感到腿

脚发麻 ，随后躺倒在地上 ，左侧肢体

无法动弹，舌头也发直。 出去买菜的

儿子正好回家看到这一幕，便赶紧送

母亲到医院抢救。 此时，老太太说起

话来很吃力，但她还是努力地告诉儿

子，一定要到市中医院进行治疗。

当时 ，正值中午 ，正在脑病科值

班的医生接诊后，赶紧对老人进行救

治。 经过两天的治疗，老人的症状有

所缓解。 如今，她已经可以下床活动

了，说话也利索了 ，过几天就可以出

院了。

“如果不是市中医院医生的及时

救治，我就可能瘫在床上不能动了。 ”

在市中医院脑病科病房，赵庆文老人

充满感激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老人说，她这是第一次到市中医

院看病，当初在发病时之所以坚持让

儿子把自己送到市中医院，是因为受

邻居的影响。 原来，她的邻居前些年

到市中医院住院， 治疗效果非常好，

出院后便经常对她说，市中医院的医

生医术高、服务好，值得托付。 “看来，

我当初是选择对了，市中医院医生的

水平就是高，而且服务态度也不错。 ”

赵庆文老人说。

据悉，市中医院脑病科是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河南省

医学重点学科，该科立足中医，中西医并重，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急性脑血管病及后遗症， 建立了具

有中医特色的“卒中单元”，开通绿色通道，实施脑梗死

的超早期溶栓治疗。 同时， 该科还建立脑病早期康复

室，促使患者神经功能可以尽快恢复。

马传武

市中医院门诊建设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中

医师，河南省中医生殖医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从

事中西医结合男科病临床研究

20

余年，曾在上

海男性病研究中心进修学习， 擅长中西医结合

治疗性功能疾病、不育症、精液异常、前列腺炎、

附睾炎、睾丸炎及性传播等疾病，尤其对前列腺

炎，前列腺不育，精液不液化，弱精子症采用中

医特色治疗有独到之处，在国家级、省级医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坐诊时间：周二、周四、周五上午。

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管理方案印发

������

近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订的《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管理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执行。《方案》分为中医医疗技术协作

组组织、 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主要任务、 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工作职

责、绩效考核四部分。

《方案》对中医医疗技术类别协作组、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组长和

成员单位的产生、设置和工作原则等给予规定。明确中医医疗技术协作

组三大主要任务：开展中医医疗技术的整理、规范、推广、开发；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向社会广泛宣传和推广使用中医医疗技术。

《方案》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依据考核结果，对组长单位

和组长实行动态管理。对考核结果为“优”的组长单位和组长予以表扬；

对考核结果为 “中” 的组长单位和组长进行督促整改； 对考核结果为

“差”的组长单位和组长予以警告并限期整改，整改后工作仍不力的予

以调整。 小 殷

������

关秋红正在为患者检查。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辨证施治 远离“男”病

———记市中医院门诊建设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马传武

本报记者 孙阎河

男性病， 虽然不像世界上四大疑

难病症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 但给人

们的精神上、 身体上带来的痛苦以及

给家庭带来的阴影却是无可比拟的 。

尤其是慢性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不育

这些男科疑难病症， 更是让众多患者

痛苦不堪。 而在我市， 有这样一位医

生，在他从事中医男科临床治疗

20

多

年的时间里， 用自己的精湛医术不知

让多少男性患者摆脱了生理上和心理

上的痛苦， 不知让多少家庭恢复了往

日的和谐， 不知道让多少夫妻拥有了

自己的宝宝。 他，就是市中医院门诊建

设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马传武。

1991

年， 市中医院为了发挥中医

药特色，让更多男性病患者有医可求，

就专门抽调马传武组建了中医男科 ，

也是我市正规医院最早建立的中医男

科。 我国男性病学科起步较晚，真正从

事男性病专业的医生数量很少， 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后， 一些人生活节奏加

快、工作压力加大、生活不规律再加上

烟酒过量、饮食不调等诸多原因，男性

病患者呈现明显增多趋势。

为了解除广大男性病患者的病

痛， 马传武开始在自己从事的中医男

科领域开始了不懈的探索， 遍阅古籍

经典，查遍名方验方，并在古方的基础

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不断对治疗

方案加以调整。 在医院的安排下，

1992

年马传武还专门到上海男性病研究中

心进行深造，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在男科病，特别是治疗前列腺炎、前列

腺炎不育等疑难病方面有着一套独到

的见解和治疗方法。

前些年，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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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患者找到马传武恳求他救救自

己、也救救自己濒临破裂的家庭。 接诊

后，马传武经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炎导

致性功能障碍，辨证为湿热蕴结下焦。

可是患者却私下服用了很多治疗肾

亏、肾虚的药，反而使病情加重。 辨证

之后，马传武给患者开了《医方集解》

中所载的龙胆泻肝汤，泻肝胆实火，清

下焦湿热。 很快，患者的病情、精神面

貌有了很大改观， 随后马传武又继续

用药物为患者进行精心调理。 一个月

后，患者彻底得到了治愈。

在前列腺炎不育的临床治疗过程

中，马传武通过查阅资料、临床验证，

发现前列腺炎与男性不育有着密切联

系。 但是，却因为许多前列腺炎不育患

者的前列腺炎症状不明显， 以至于在

治疗不育的过程中忽略了前列腺炎的

治疗，往往事倍功半，而精液液化异常

是不育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列腺液

是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含精液液

化的重要物质， 同时前列腺炎病人的

前列腺液中含有病源微生物及细菌毒

素进入精液后，直接影响精液的液化、

精子的活力和精液量，最终导致不育。

说起前列腺炎与男性不育的关系 ，马

传武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据权威医

学资料显示，在前列腺炎病人当中，有

22.7%

的人精液不液化、在男性精液不

液化和液化不全的不育患者中 ，有

92%

的人患有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是

导致精液不液化、 精液量少及弱精子

症引起不育的重要原因。

前些年， 我市一位在深圳打工的

患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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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直没

有孩子， 在深圳花了

3

万多元治疗也

没有效果。 经多家医院检查诊断：不育

症、精液不液化、弱精子症。 后来，这位

患者慕名找到马传武。 经过辨证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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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这位患者的妻子就怀孕了。现

在， 这位昔日的患者还经常带着孩子

去看望他。

采访最后， 马传武真诚的希望能

通过媒体告诉广大男性前列腺炎患

者，前列腺炎虽然难治，治疗过程相对

较长，但是只要辨证准确、方法合理，

是可以治愈的。 如果一旦患上前列腺

炎，千万不要悲观失望、情绪失调，这

样对治疗也极为不利， 同时一定要选

择正规的医院和医生， 因为前列腺炎

的病因复杂， 那些一药治千病的说法

是不科学的，而辨证施治，因人、因时、

因地用药，才是中医治疗前列腺炎、前

列腺炎不育的精髓所在。

关注老人健康 警惕帕金森病

———市中医院脑病科副主任中医师宋汉秋谈帕金森病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帕金森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

疾病， 在我国此病的发病率并不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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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患病几率随年龄增长

而增加，成为仅次于脑血管病的神

经系统常见病。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将有更多的老年人会受此困

扰。

那么，什么是帕金森病呢？ 市

中医院脑病科副主任中医师宋汉

秋介绍， 帕金森病又称为震颤麻

痹，是一种影响患者活动能力的中

枢神经系统慢性疾病，主要表现为

患者动作缓慢，手脚或身体其他部

分震颤，使身体失去柔软性，变得

僵硬，常伴有抑郁、焦虑、肢体酸痛

不适、便秘、多汗、流涎等症状，很

多患者因为怕人嘲笑，甚至不敢出

门。帕金森病的病因主要与年龄老

化、遗传易感性、接触环境毒素等

因素有关。

目前， 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

和方法有很多， 临床上也可进行

手术治疗。 但由于做手术的风险

比较大， 目前治疗帕金森病主要

是以西药为主， 而这些方法只能

控制病情发作， 随着药物用量的

不断加大， 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

越来越大。 因此， 许多患者认为，

帕金森病早期无须治疗， 因为目

前的西药都是对症控制病情， 应

用过早会因为药物耐受而导致后

期无药可用。

宋汉秋说，“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理念。中

医学理论具备早期辨证调理身体

的优点，多年来的临床验证效果表

明，中医治疗帕金森病有很好的效

果。在中医学上，帕金森病属于“颤

证”范畴，中医认为此病多由肝肾

阴亏，气血不足，筋脉失养，虚风内

动而致或风火挟痰， 互阻络道而

成，临床当分标本、虚实。 肝肾不

足，气血虚弱者为虚；风火挟痰者

为实；如虚实相兼为病者，多以肝、

肾阴亏，气血不足为病之本，风痰

为病之标。 治以益肾调肝、补气养

血、清化痰热、兼以熄风等为治疗

本病之法。

由于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并不

低， 而临床及时就诊的患者较少，

因此早期识别帕金森病，提高警惕

性非常重要。 那么，如何在帕金森

病发病早期发现并进行对症治疗

呢？ 宋汉秋说，帕金森病患者常见

的临床表现有震颤、肌强直、动作

减少等，这些症状明显时大家不难

发现，但是此时病情往往发展至中

期，治疗效果不理想。 因为帕金森

病目前尚无法治愈， 延缓病情进

展、提高生存质量是目前的治疗目

标，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就显得尤

为重要。市中医院脑病科是国家级

重点学科建设单位，致力于早期帕

金森病的防治， 采用运动疗法、针

灸及中药辨证的方法对早期患者

进行有效治疗，可以延缓疾病的发

展、改善肢体功能及便秘、失眠等

并发症。

最后，宋汉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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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老年人群， 若出现不明原因

的嗅觉减退 、 便秘 、 小便困难 、

不宁腿综合征、 慢性疼痛等都要

及时就诊， 要找专业的脑病科医

生帮助诊断； 若有面部表情减少、

行动迟缓等表现， 更应首先想到

帕金森病。 此外， 市中医院脑病

科对帕金森病疑似人群、 确诊病

例均建立数据库进行跟踪随访 ，

从而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服务电话：

2316336

2316337

舌苔厚未必就是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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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上看，舌苔厚腻最常见的症状并不是“上火”，而是“食积内

停”，即整个消化系统功能的减退，多见于吃大鱼大肉、辛甘厚味的人。

此时，最好吃点开胃健脾、助消化的药物。 如果盲目败火，反而会“引火

烧身”，加重病情。

另一种舌苔厚腻的情况多见于脾胃弱的小孩、老人，久病或是大病

初愈的患者。 这些人由于气血亏损，消化功能比较弱，无法正常地消化

吸收和排泄，导致了舌苔厚腻，中医把这类情况叫做“本虚标实”。 如果

把它也归之为“上火”，服用一些败火的药物，就会使原本虚弱的脾胃功

能乃至整个机体，在清热泻火药苦寒药性的重击之下出现更大的损耗。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从中医理论上看，在出现舌苔厚腻的同时，伴

有口苦、口臭、口腔溃疡、口渴，下焦便秘或者小便黄赤、肛门灼热，才是

真正的“上火”。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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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中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理疗科秉承传统中医理论，将在今

年冬天首次开展“冬病冬治”活动。所谓“冬病冬治”，就是在冬季对易发

疾病进行适时预防和治疗，是一种带有预防性特点、治标兼治本的治疗

方法，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目前，该科有关

“冬病冬病”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准备完毕，届时将以更加优质、更加

纯正、更具特色的中医疗法服务广大群众。 （小殷）


